
哲理：
敌人的存在让我们可以看清楚自己，生活中缺

少了对手，就好比在大海上航行却失去了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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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故故事事 大大道道理理

在巴黎有两位画家都享有盛名。 这两人不相往
来，却又密切注意彼此的一举一动，但是两人谁也
不服对方。

两人时常在媒体上互相指责批评：“他最近的
一部作品，布局一点不协调，简直就是涂鸦，”要不
然就是“他的画要么苍白无力，要么乱七八糟，不知
所云！ ”

一次， 其中一位画家为了赶上一个国际大展，
在工作室中夜以继日地连续画了三天三夜，除了绘

画之外，什么都不闻不问，甚至连吃饭睡觉都在工
作室里。

就在作品快要完成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来看
他，这时画家正在修饰作品中人物的表情。 朋友刚
要开口，还没说出半个字，画家忽然大叫出声：“我
那个死对头，一定又会在这里鸡蛋挑骨头的！ ”

朋友不解地问他：“你既然知道他会批评这个
地方，为什么不把他画好呢？ ”

画家微微一笑回答：“我就是故意为了让他批
评才这么画的，如果他不再批评，我的创意也就没
有了。 ”

朋友这才告诉画家他原本要说的：“可是，他昨
天因一场意外的车祸去世了。 ”

画家手里的画笔一下子滑落地上。
从此，这个画家再也没有独具创意的作品出现

了。
（晨小）

画家对手

与金钱密切相关的心理特征， 比如我们内心
的“富足”与“匮乏”，影响着我们的价值感和消费
观，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对于财富的获得与
掌控状况，以及自身所创造的意义和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断的培养和强化着这
种“富足”或者“匮乏”感，也会影响着孩子的价值感
和存在感。而这种对待金钱的紧张、恐惧的态度，这
种习惯化了的行为模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对待金
钱的“情结”，或者“配得感”。对于“情结”的形成，可
以理解为情绪的不断累积而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
和释放的结果。

在心理学上，对于情绪的理解，很重要的一条
是“情绪与我们需要的满足程度密切相关”。需要及
时满足、充分满足，会带来积极、正向的情绪体验和
高自尊的自我意识；反之，则会带来消极、负面的情
绪体验和低自尊的自我评价。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
我们所有的需要都要充分、及时满足，尤其是对待
孩子的需要，也不是说都要无原则的满足。 就如同
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并不是说我们要避免所有的
负面情绪，不允许我们或者孩子有消极情绪。 情绪
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我们对待负面情绪的态
度，并不是一味的否定和压抑，而是要学会允许和
接受，疏导和释放。负面情绪的管理策略“在于疏而
不在于堵”。负面情绪的表达和释放，也如同我们的
排泄过程一样，我们允许和接受自己的大小便及时
排出。随时随地表达负面情绪而毫无觉察和节制的
人，就如同随地大小便一样，不文明、不理智。

当孩子有某种需要的时候， 父母的及时满足
会带来孩子积极的情绪体验和高自尊的自我意识，
因此，在孩子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对于六岁
之前孩子的需要，我们要尽量满足。 但有时候孩子

会提一些过分的要求，比如想要一个昂贵的玩具，可
能会超出我们的消费能力。 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对于
金钱是没有概念的，在他看来，买东西花钱就像我们
渴了喝水一样，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出钱的过
程，就像我们从纸抽里抽出纸巾一样，毫不费力。 而
当孩子的“过分要求”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范围之
后，我们对于金钱的匮乏和恐惧就会冒出来，随之而
来的就会产生一种内心的挫败感，而这种感觉就会
让我们对孩子的不合理要求产生一种强烈的愤怒情
绪，继而可能就会指责、批评孩子的不合理需要。 这
个过程甚至会持续很久，指责的话语可能也会口无
遮拦。而这些情绪不断流向孩子的过程，对于孩子来
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是对孩子自我意识的不断摧毁。

对于孩子的不合理要求，我们当然可以不去满
足，但我们要觉察到我们可能会存在的对于金钱的
匮乏和恐惧，这些恰恰是我们需要寻求心理帮助去
成长和突破的。 当我们能够平和对待孩子的过分要
求时，我们就可以平静的拒绝孩子而不会给孩子带
来任何心理创伤。我们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所有需要，
这一点尤为重要。 尊重和理解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
满足，而是温柔而坚定的拒绝，带有明显的心理边界
和个人界限。我们可以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同时
真诚的告诉孩子我们的经济条件无法帮他实现他的
任何愿望。我们不带有任何匮乏和恐惧的时候，孩子
也不会感受到对于金钱的紧张和匮乏。 我们可以和
孩子一起，去创造性的满足或者一起动手创造一个
替代性物品来满足孩子的要求。 而我们和孩子一起
动手完成和创造的过程，对于孩子的陪伴，则是最为
重要和滋养孩子心身成长的一个过程。

无论是对于我们父母还是孩子，物质的满足固
然重要，精神的满足更是弥足珍贵。

“金钱”的心理分析（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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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及绘画心理分析导师、河南省“国培计
划”项目培训专家、许昌市首届科普专家、许昌市新长征突击手、许昌学院首届双
师型教师、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学雷锋标兵、“张丽莉”式优秀教师。

近 ２０年来，从事心理学专业的教学和心理咨询师培训及督导工作，主持和
参与省级、厅级课题二十余项，编写著作和教材《心理咨询与治疗》《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心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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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风俗习惯很多，诸如除夕熬年夜、春节发
压岁钱、清明节扫墓、端午节吃粽子、重阳节登高，以
及婚丧嫁娶、庙会、集会等。本次习作让写一下家乡的
风俗。 怎么写呢？

第一，介绍所写风俗的名称、特点。
和所有作文一样，写有关风俗的习作也应该交代

一下所写风俗的名称，比如春节、端午节、庙会、熬年
夜、拜年等。如果需要，还要介绍一下这些风俗具有的
特点，譬如重阳节登高、清明节扫墓、大年初一拜年
等。 例如在《九九重阳节》里，开头不仅交代了重阳节
的名称之多，还介绍了重阳节的特点：九月初九为重
阳节，又称“重九节”“登高节”或“老人节”。在这一天，
人们喜欢登高望远、观赏菊花、喝菊花酒、放风筝、吃
重阳糕、插茱萸等。 又如《快乐的跳坡节》的开头：“跳
坡节是我们苗族的传统节日，从每年的正月初一跳到
正月十五。 ”名称：跳坡节；特点：跳坡，而且从正月初
一跳到十五。 文章简洁明了，清楚明白。

第二，介绍某一风俗的习惯方式。
不同的节日，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

习惯，交代某一风俗的习惯方式是写好这次习作的重
点。譬如春节，北方往往从腊八就开始了，而中原一般
从腊月二十三小年才开始，所以有“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
十八，贴花画；二十九，买坛酒；年三十，包饺子”之说
法。 再譬如南方傣族、阿昌族等的传统文化节日泼水
节，大家要用纯净的清水相互泼洒，祈求洗去过去一
年的不顺，而且一般要持续三天以上。 还有回族的开
斋节，家家户户炸馓子、油香等富有民族风味的传统
食品，同时还宰鸡、杀羊，做凉粉、烩菜等，互送亲友邻
居，互相拜节问候。 作者将这些独特的风俗习惯交代
出来，使内容和方式一目了然。

第三，介绍风俗的来历。
写家乡风俗的文章，不仅要交代习惯方式，还要

介绍风俗的来历。这是因为，某一风俗能传承几千年，
说明它历史悠久，交代它的来历，更具有说服力。一般
情况下，来历大多与神秘的人物有关，这就构成了故
事或传说，介绍来历，习作更有神秘感。例如我国传统
的春节，就有这么一个传说：

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上长触角，
凶猛异常，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来吞食
牲畜，伤害人命。 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
们都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 有一年
除夕，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 一个婆婆劝那老人
赶快上山躲避“年”兽。那老人捋着胡须笑道：“婆婆若
让我在家呆一夜，我就能把‘年’兽撵走。”老婆婆就答
应了乞讨的老人。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
里气氛与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上贴大红纸，
屋内烛火通明。“年”兽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将近婆
婆家门口时， 院内突然传来 “噼噼啪啪” 的炸响声，
“年”兽吓得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走了。原来，“年”兽
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 这时，婆婆的家门大开，院内
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 “年”兽大惊失色，
狼狈逃窜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
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 老婆婆忙向乡亲们述说了
乞讨老人驱赶“年”兽的经过。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
传开，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的办法。于是，每年除夕
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熬夜的习惯就传承了下来。

这是春节的来历，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 介绍了
来历，习作内容就丰富起来。总之，写风俗的文章重点
在写习惯和来历， 交代清楚了不同风俗的不同习惯、
方式和来历，习作基本上就算完成了。当然，如果在结
尾处对某一风俗习惯发表几句看法，或者谈一下自己
的感受，习作会更完美。

景景老老师师讲讲作作文文

怎样写家乡的习俗
景文周，中学高级教师，知名作

家、儿童文学作家，作文理论研究专
家、中小学作文辅导专家、“全景作文
课堂”创始人。 曾任《花果山》杂志主
编，许昌市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许昌
市校园文学学会会长。 先后出版《作
文技巧》《中小学作文技法 ４０ 讲》等
语文类图书 ６０余本，出版长篇小说《中国男孩》《中国女
孩》等。 近年来，又潜心长篇生肖童话的创作中，已出版
《鼠王国迁徙记》三部曲、《百岁鼠王的荒唐事》等。


